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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張亞靜上過全面性教育的課程
謝美娟 / 專題主編
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第 10 屆理事長、澎湖縣鎮海國中教導主任

專題企劃 / 給教育造浪者的性教育

專題引言

如果，《人選之人―造浪者》劇中，遭遇性暴力的張亞靜曾經接受過完整的全面性
教育課程，她是否能避免受害？或是在自尋方法解決問題時，能選擇不傷害無辜第三者
的做法？又或是面對不安與恐懼時，能找到支持與求助的管道？

或是，不會譴責自己為何受害，並且知道自己有權利討回公道。

「可惜」的是健體領域 108 課綱尚未修訂，全面性教育仍只是補充說明的地位，
但「幸運」的是學者與民間團體正在倡議全面性教育的重要性，並督促教育部付諸行動，
改變臺灣性教育的體質。

曾經，1980 年代健康教育課本中的 14、15 章，散發著神秘而懾人的魔力，讓老
師們無法逼視且開不得口，只能叫學生們自己回家看。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的性教育，翻
過雲霧繚繞無路可走的山頭，是否迎來清晰路徑、花樹繁盛的另一村？

在教學實務上，教師雖可主張專業自主，但仍需配合使用同年段圈選統一版本的教
科書、相同的教學進度以利考試出題等要求，自編教材則有諸多現實的條件限制而難以
達成。因此，教科書的編寫影響課程內容的品質和教學的方向。高師大性別所游美惠教
授帶領團隊檢視國中教科書性教育內容，以《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》中提出的八大
核心概念為本進行檢視，指出現行教科書需改善的面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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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教科書後天不足，不夠全面，但若授課教師具有性平意識及健教專業知能，
仍能補足課本的缺失。惟在教學現場，劇本並未照著理想藍圖走。教師除了要熟悉教
科書內容，還要培養自己談論性議題時的開放態度（彆扭 OUT，越自然越順利）、克
服相關經驗的缺乏和限制（學生提問五花八門）、拿捏教學內容的尺度（要談到多深入
呢？）、顧慮家長和學校的反應（有時還有社會團體的抗議，壓力山大）……。

老師們真的是左右為難啊！

性平法實施將近 20 年，新課綱也已上路，學生在性教育的學習狀態，直接反應出
教學是否落實課綱精神。勵馨基金會調查臺中和苗栗兩縣市的國中生上健教課的實際狀
況，「借課」的比例甚高，有不到一半的國三學生沒有每周上滿一節課。性教育只是健
康與體育領域其中一個主題的次項目，若缺課情形嚴重，加上配課給非本科教師任教，
教學的成效如何，著實讓人擔憂。再從學生的角度檢視學習收穫，結果大概是瞎子吃餛
飩──心裡有數了。

現行性教育教科書內容、教師知能、教學時數都有很大的改進空間，但是「網路性
世代」利用網路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討論、組隊參賽。這一群高中與大學新鮮人組
成的團隊，共同檢視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、焦點訪談、模擬課審會、專家諮詢，最後提
出學生理想的性教育課程和實際需求。他們體現了青少年學習的熱情、有策略的行動和
嘗試解決問題能力，若再以保護和限制的眼光面對年輕世代的提問，老師們將無法對上
學生的頻率，也無法解學生生活與生命的疑惑。

老師們加油啊！所有的研究與田野都直指「開放的態度」是性教育課程成功的第一
步。課綱修訂是未來努力的方向，教科書內容修改需仰賴出版社，老師們要洗心革腦，
先把自己重新設定成全面性教育模式，再慢慢把裝備填補起來。

「性教育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教？」是最經典的提問，接著就會擔心「教越多會不
會反而讓小孩想去嘗試」。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監事諶淑婷在她工作及養育小孩的過程
中，體認到繪本是最能成為家長、老師與小孩之間，化解談論性話題時尷尬感覺的最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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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介。大人總是使用暱稱或無法輕易說出口的性器官名稱，照著書內文字唸就好；不知
如何開口談的話題，讓繪本搭起溝通的橋樑。慈濟大學李雪菱教授在長達 8 年的田野
工作中，也得出「越早越簡單，越早越有幫助」的結論。8 年間橫跨小學一至六年級的
教學實踐與課堂觀察，雪菱給每一個年段的老師教學重點提示和教學提醒，期望老師們
能在性教育存摺裡存入愛的存款，他自己在這一段長期且有系統的教學經驗中，用愛傾
聽、用愛對話，也因此而獲得許多愛的利息。

修訂健體領域課綱，實施全面性教育的號角已經響起，需要更多教育造浪者一起來
關注與推動這一波改革，讓每一個張亞靜都能在愛裡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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